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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高职院校的使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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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

n 人才培养

   技术技能型人才，日制与培训并重

n 科研与社会服务

  科研主要是应用性研究

  技术开发与服务，横向课题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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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的

    人才培养质量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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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及毛入学率

教育部《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l 2002年以前毛入学率小于15%，是精英式教育。

l 2002年以后，是大众化教育。

l 2019年毛入学率达到51.6%，是普及教育。

6



全国历年高考招生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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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历年研究生招生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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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引发我们思考：
l 什么是专科学历？

l 如何因材施教，学以致用？

l 百万扩招背景下，如何正确理解“不降低质量” ？

  四类人群：退役军人、下岗转岗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

            新型职业农民

l 如何培养？

  实事求是，针对性。

  分层次教学，加大选修课针对不同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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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人才培养目标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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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演进

1998年：实用人才

2000年：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

2006年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

2011年：高端技能型人才

2012年—2019年：“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”

《国务院关于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定》（2012）

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（2019）、《双高计划实施意见》（2019）

  有认识上的不断进步，也有客观条件上的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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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多调研：毕业生、有代表性的企业

l 企业技术人员参与

l 三年、生源、学校的条件

育人为本德育为先

完整的“社会人”
而非片面的“职业人”

准确定位培养目标



专业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与实施

师资 课程 实训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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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大支柱



四、课程及资源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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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≠教材

教育≠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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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以实现人的培养为根本目标

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培养



源于生产一线，但要深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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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关注人的发展，因材施教

n注重知识的应用与技能的培养

n注意从生产一线吸收教学资源

n什么是项目化课程，如何选择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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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适应当下高职生源的特点

n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设计—突出应用

n课程内容的排序—感性到理性

n课程展现形式的优化与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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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开发新形态的课程和教学资源

● 新形态课程教学资源，不仅局限于传统的纸质教材、

PPT课件及面对面的课堂教学资源

● 新形态课程教学资源，而是将传统课程教学资源与

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多媒体形式的、散布于

互联网的、具有共享机制的课程教学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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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新形态课程教学资源，包括：

    新形态教材 + 新形态课程资源

● 载体形式：数字形式：电子，多媒体

● 传播方式：互联网，移动互联网

● 学习环境：网络终端；移动通讯终端

● 近年来，国际上流行的慕课(MOOC，即 Massive Open 

Online Course，“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”)，就是一

种新形态课程教学资源。



n基于应用建资源库

n团队化作战

n将教师日常工作与资源库建设结合

n逐步建立经验的积累与分享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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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什么是讲课？

讲课≠教材



五、师资队伍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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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定义
p 学校教师
p 企业工程师

新定义
p 学校教师
p 企业工程师
p 企业讲师

 双师发展的核心能力

l应用型科研能力       

l企业实践到教学成果 转化能力       

l企业文化导入、分享与传播能力

教师的基本要求：双师型

教师个体：“教授手上要有油”

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能力

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

了解企业，熟悉企业

应用技术研发能力

教师群体：结构合理

的教学团队

学校专任教师

企业兼职教师

联
想
集
团

深职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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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“成为优秀教师”培训课程的学习

  熟悉高职教育教学规律，提高教育教学能力

●实训室锻炼

  利用校内实训室资源，要求教师承担实训室项目建

设任务，锻炼培养所需的实践能力

● 到企业实践

  专任教师每年到企业实践锻炼一段时间，要求教师

按照工学结合的理念“会教书”

●向优秀教师学习

  “师傅带徒弟”

●督导指导

高职教师的培养途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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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教师在企业实践中提升专业能力

●引导教师将新技术逐步转化到课程中去

●课程建设是培养教师的重要途径

●教学能力提升和专业能力提升同等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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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质量诊断与改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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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

2015年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

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

度的通知  将教育教学质量保证的

第一责任方推到前台

1. 2003年：

    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

2. 2008年：

     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平台监控

3. 2011年：

     年度质量报告

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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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2015年6月2号文：

      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

2. 2015年12月168号文：

      内部质量诊断与改进

3. 2017年6月56号文：

      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

 内部需求

自我导向

多元诊断

重在改进

重点是教学质量

诊断与改进工作文件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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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路与原则

1、正确理解国家、省文件精神，化繁为简

2、整体规划、系统设计、分步实施

3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寻找适合自己的途径方法

4、先重点后一般、先易后难

5、加强信息化系统和制度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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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点体会：

1.教学工作诊断要消灭水课、打造金课

2.挖掘、培育优秀教师，形成示范

3.充分利用大数据，进行诊断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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